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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问世”掀起早期秦文化研究热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堡子山遗址地表一直为农
田。由于主要遗迹分布在山坡之上，加之埋藏较深，过
去并不知道该地点为一处重要古代遗址。20世纪80年代
末，礼县、西和县一带因村民挖掘“龙骨”（即动物化
石，是一种中药材） 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古代墓葬，由此
引发了盗墓活动，并从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到大堡子山遗
址。

1993 年，盗墓活动加剧，大堡子山遗址遭到疯狂盗
掘，盗掘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金器等重要文物。经过
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的联合打
击，猖獗一时的盗墓活动得到了遏制。1996 年，大堡子
山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堡子山遗址经历了 20世纪 90年代和 21世纪初的
两次调查和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所长王辉对于大堡
子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了如指掌，说起每一次发掘所取得
的成果都如数家珍。他说，为了使大堡子山遗址免受更
大的破坏，搞清大堡子山墓地的性质，为今后有效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也为秦文化研究的开展收集更多信息和
获取第一手资料，1994 年经省文物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
准，对这一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在遗址中
部勘探了 21万平方米，发掘大型墓葬 2座、车马坑 1座、
中小型墓葬9座。

王辉回忆，大型墓葬及车马坑均遭严重盗掘，出土
器物较少。墓室内主要残留有石质小型装饰品、贝壳、
象牙簪、石磬、铜矛及铜容器残片。共计出土各类随葬
品 2000 余件，其中费昂斯珠 1044 件、肉红石髓珠 724 件
以及绿松石串珠，其余各类玉、石器300余件，金饰片3
件。铜容器残片可辨别的器形有鼎、簋和盘等。车马坑
内从残存迹象看，原有东西排列的车辆 4 排，每排 3 乘，
共计 12乘，但发掘时仅见铜矛一件和少量铜泡、盖弓帽
及残片。9座中小型墓葬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器、石
器等。

“大堡子山遗址的发现掀起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热
潮。”王辉说，为进一步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秦
人早期都邑以及其先公、先祖的陵墓所在，并为大堡子
山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翔实的资
料，自 2004 年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 5 家
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了以大堡子山遗址为中心的
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随后的4年时间
里，不仅发现了西山坪——石沟坪、大堡子山——圆顶
山、六八图——费家庄3个早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和西
山、山坪和大堡子山3座城址，还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夯
土城墙 4段、夯土建筑基址 26处、中小型墓葬 730余座、
祭祀坑1座以及其他遗迹和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等，基本
厘清了大堡子山遗址的布局和结构。

遗址两座大墓墓主应为文公和静公

大堡子山遗址虽经严重盗掘破坏，但通过有关专

家、学者详细的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仍然获得了关
于早期秦人和秦文化的许多信息。在早期秦人和秦文化
的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

王辉介绍，西汉水上游的考古调查表明，这一地区
是早期秦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秦人和秦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反映了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和西戎杂处、战争
与和平交替的状况；大堡子山城址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水
上游秦人故地规模最大的城址，结合西山城址、鸾亭山
祭天遗址和山坪遗址的发现，可以基本厘清早期秦人在
西汉水流域都邑的迁徙和变化。

“我们还确定了大堡子山遗址大型墓葬的性质和年
代，提供了研究秦人陵园制度和丧葬制度的重要资料，
对认识秦文化的来源也具有重要意义。”王辉说，“中”
形大墓和车马坑、秦公和秦子铭文铜器的发现，可以进
一步确认大堡子山遗址所葬墓主应为两代秦公，虽然学
界对两代秦公究竟是哪两代还没有形成共识，但通过对

秦公、秦子铭文铜器的研究，并结合大堡子山城址的年
代判定和文献梳理，遗址两座大墓墓主应为文公和静公。

1993 年大堡子山遗址被盗以来，流散于海内外的
“秦公”“秦子”青铜器以及部分无铭文的高等级秦国文
物已有 50余件 （组） 之多，这些文物经国内外许多专家
学者反复考证，均一致认为属于礼县大堡子山被盗大
墓。同时，随着抢救性发掘、劫后清理、科学发掘的先
后成功实施，也进一步证实流失海外的秦公、秦子等文
物均应出自大堡子山被盗大墓。

王辉说，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秦帝国虽
然短暂，但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秦帝国建
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所创立的中
央集权官僚体制、郡县制度，以及车同轨、书同文等经
济、文化制度为汉帝国所继承，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
深远影响。由于早期秦国的历史文献记载甚为简略，尤
其依赖古遗迹和地下出土文物。可以说，尽管遭到盗掘
破坏严重，但大堡子山遗址在早期秦文化和秦人起源的
研究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0年联合考古取得突破性学术成果

有关秦国的历史和文化，人们熟知秦始皇、秦陵兵
马俑，但对于秦族、秦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化所知甚少。
从20世纪30年代起，史学界对于秦族、秦文化究竟是西
来还是东来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所谓“东来说”
和“西来说”。究其原因，一是司马迁 《史记·秦本纪》
中有关秦族早期历史的记载颇为简略和模糊，二是 20世
纪 80年代以前有关秦国的考古工作局限于关中地区秦国
较晚阶段。因此，寻找更早阶段的秦文化及追索秦人在
甘肃东部的活动轨迹则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
工作队合作，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
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揭开了从考古学文化层面探
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但由于毛家坪遗址没有发现城址
及高等级墓葬，发掘面积小，文化遗存不够丰富，因而
还不能全面反映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及特质。

“中国古代国君陵墓一般埋葬在都城之内或附近，秦
公大墓的发现为寻找秦人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早
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领队侯红伟说，1998 年，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对大堡子山斜对面西汉水

南岸的赵坪村圆顶山秦墓地进行了小规模的抢救性发
掘，清理的几座中型墓葬随葬铜礼器或为五鼎、七鼎，
从而证实这是一处春秋早中期的秦国贵族墓地。大堡子
山秦公大墓以及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的发现，清楚表明西
汉水流域的礼县一带是秦人早期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据了解，在大堡子山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后，相关文物部门为其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制
定了基本的保护措施，但由于对整个遗址的内涵不清

楚，2001 年在制定大堡子山遗址保护规划时因资料欠缺
暂时被搁置。此外，文献记载早期秦人在甘肃东部和东
南部的都邑、秦公葬地有多处，也需要通过考古调查、
勘探和必要的发掘，以确定其位置和内涵，这是文物保
护的需要，也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的需要。

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自 2004年启动以来，在国
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文物局和相关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连续进行了 10 年的田野考古调查、
钻探与发掘。作为参与者、见证者的侯红伟对这些年的
收获感触颇深，他说，现在，我们对秦族、秦文化的来
源，早期秦文化的面貌，秦人在甘肃东部及东南部的活
动轨迹，秦与西戎的关系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取得
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其中，2006 年大堡子山遗址
及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发掘，双双被评为
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物质遗存璀璨丰富。在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发展历程中，秦人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

国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最终创立了延续

至今、影响深远的制度和文化。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

早期秦文化的发祥地就在以礼县大堡子山为主要中心的

甘肃东南区域。

因历史沧桑，大堡子山在显赫一时之后尘封两千余

年；又因风云变幻，深埋地下的秦早期文化遗存在20世

纪末呈现世间；还因利益驱使，大堡子山和周边遗址惨

遭盗掘，珍贵文物大量散失，相当一部分流落海外。

通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学者的娓娓讲

述，相隔两千多年前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秦人”世

界逐渐变得清晰可见，那些不断被考古、研究等手段破

解的千古谜题令国人惊叹，令世界震惊。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宝库
刘晓芳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宝库
刘晓芳

“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和摇
篮”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甘肃省
礼县西汉水流域丰富的史前文化遗
址及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为研究
大秦帝国建国的初创史提供了极其
宝贵的资料。2004 年，国家文物局
等五单位开展的早期秦文化调查发
掘项目，是继中国夏、商断代考古
工程后的又一个重大考古项目。

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独具特色
的礼县秦早期文物，促进秦文化的系

统研究和全面发展，使秦文化走向世
界，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在征求
国内文物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
的基础上，礼县修建了集陈列展示、
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为一体的甘肃秦
文化博物馆（上图，许亚文摄）。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坐落于礼县
城关镇东新南路开发区秦人广场，总
占地面积约 43864.7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20533 平方米。其中博物馆主体
建筑面积 8350平方米，包括展厅、会

议室、库房、学术厅等。总投资框算为
3690 万元。建筑特色体现了古朴、雄
浑的先秦建筑风格。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是集陈列展
示、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大型
博物馆，独具特色的建筑、先进的内部
功能设施，全方位地展示陇南、甘肃省
的先秦文化，成为国内一流的秦早期
文化考古科研基地。2011年，该馆被甘
肃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甘肃省第五批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礼 宣）

祁山东起礼县盐官，西至大堡
子山，横卧西汉水北侧，绵延 25 公
里，地扼蜀陇之咽喉、势控攻守之
要冲，是三国时祁山古战场的天然
屏障，为魏蜀必争之地。三国时著
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六出祁
山”的故事，家喻户晓，祁山武侯祠
也因此而名声大振。

祁山堡位于祁山中部，西汉
水北岸的河滩畔上，是一座石基
土填的孤峰，四周不粘不连，形
似龟又似舰，武侯祠建于其上。
相传两晋伊始，堡上即建武侯
祠，人们四时祭祀，热闹非凡，
时隔千余年现保存下来的武侯祠
为全国五大武侯祠之一 （左图左图，，
薛小平薛小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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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顶山贵族墓出土的四轮车 薛小平摄

揭示秦人发展 展示先秦文化

礼县有个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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